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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江苏绿色优质农产品高质量发展 

徐继东 孙玲玲 杭祥荣/ 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江苏省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提质量、树品牌、增效益、促发展”为工作目标，坚持质量第一，坚持统筹协调，坚

持改革创新，同心协力，真抓实干，努力开创绿色优质农产品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苏省绿色食品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连续多年居全国领先水平。 

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历程 

江苏省的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起步于1992 年，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2000 年，起步和初级发展阶段。1990 年农业部提出发展绿色食品。1994 年，江苏省设立绿色食品办公

室，机构设置于省农垦集团公司，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企业自发组织申报认证为主，平均每年以新增20 多个的绿色食品速度

发展。到2000 年末，全省有效绿色食品116 个企业158个产品。 

第二阶段：2001-2003 年，稳步发展阶段。2001 年，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由农垦系统转入原省农业委员会，省委省政府将绿

色食品发展作为全省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林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全省各地级市绿色食品工作机构也全部

建立起来。2001-2003 年期间，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契入点，以区域开发为重点，采取政府推动为主，结合市场化运作

方式，绿色食品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平均每年新增80 多个。至2003 年底，全省有效绿色食品277 个企业405 个产品。 

第三阶段：2004-2016 年，速度和效益同步提升的发展阶段。2004 年以来，全省遵循“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发展思路，

产业发展速度迅速提升。截至2016 年底，全省绿色食品有效数2089 个，有机农产品有效数68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41 个。 

第四阶段：2017 年至今，绿色优质农产品高质量发展阶段。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江苏省统一部署，推动工作从注重

“保安全”转向更加注重“追优质”，充分发挥品牌在质量提升中的作用，逐步提高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水平。

聚焦重点，做优做强产业，准确把握发展重点和方向，突出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以及地理标志农产品，积极引导生产质量控

制能力较强的主体申报，打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主力军。推进产业科学布局，根据“1+3”重点功能区战略，立足生态环境、资

源禀赋、主导产业，逐步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绿色、有机农产品产业带。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发展精深加工产品、畜禽

产品等，逐步形成与需求相适应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结构。把农业绿色发展导向贯穿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工作全过程，重点

实现“一增三提升”。一增, 就是增加绿色有机农产品有效供给，逐步形成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供给结构。到2022 年，绿色优

质农产品占比达到60%。三提升，就是提升发展质量，维护品牌公信力；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推行减量化、规模化绿色生产方

式；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形成优质优价机制。 

绿色食品产业的初步成效 

营造良性发展环境。江苏省坚持“两轮驱动”，一方面，强化政府引导，将绿色食品列入江苏省高质量发展进程监测指标、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农业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引导各地积极发展；另一方面，强化扶持奖励，对新获证的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实施省级财政奖补，部分市、县也配套出台相应的财政奖补政策。 

队伍体系逐步健全。全省基本形成以省、市、县（市、区）三级工作机构和检查员队伍为基础，检测机构和评审专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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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的工作网络。一是市县绿色食品工作机构检查员和监管员队伍，承担绿色食品申报组织、现场检查、监管等。目前，全

省绿色食品检查员、监管员近300 人，实现市县全覆盖。二是绿色食品企业内检员队伍，承担企业内部绿色食品质量管控。全

省绿色食品企业均实现“一企一员”。三是检测机构技术支撑队伍，委托绿色食品定点环境及产品检测机构14 家，基本满足绿

色食品申报检测需求。逐步构建了一个全社会关注、各部门共同推进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的工作格局。 

制度建设不断加强。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三制度一程序”。一是企业内检员培训制度。从2004 年起，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绿

色食品企业内部监管员培训制度，已累计培训1500 多名绿色食品企业内部监管员。二是生产记录制度。统一生产记录，记录涵

盖生产、销售、运输等“从田头到餐桌”全过程，并作为年检的重点检查内容进行落实。三是例行监测制度。委托有关检测单

位，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对获证的绿色食品进行抽检；不定期地开展专项检查。四是工作程序基本完善。制定涵盖绿色食品检查、

评审、监管等全过程的检查规范、评审标准、管理办法等，组织实施绿色食品年检制度等，优化、规范工作流程，提高工作质

量和效率。 

基地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全省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43 个，面积1417 万亩，产量达1148万吨，涉及到全省36 个

县（市、区）。组织做好基地的改进、续报等工作，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压实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开展绿色优质农产

品基地建设，大力推行全产业链的绿色生产技术，建设统一的全程质量控制管理制度，培育创建农产品品牌，打造一批优势突

出、产业融合、品牌知名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产业带。把基地建设纳入各地农业农村整体工作布局，整合资

源，协同推进，推动基地生产、管理、产业化对接等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力争使基地成为绿色化、标准化生产先行区、示范区。 

产业化水平和经济效益提高。由绿色食品企业直接带动的基地面积近千万亩，绿色食品企业产值达到420 亿元。全省绿色

食品企业中，国家级龙头企业13 家，占全省国家级龙头企业（食用产品类）82％。太仓市满篮绿粮蔬产品经济合作社按照绿色

食品的标准生产，大米单价增加20% 以上。 

绿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对策 

聚焦重点，做优做强产业。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农产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总量。引导和鼓励带

动能力强、生产规模大的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绿色有机农产品标

杆企业，充分发挥标杆的示范带动作用，提升产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充分挖掘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着力

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 

夯实基础，提升产业竞争力。严格准入机制，规范现场检查、材料审核等关键环节，优化工作程序，加强对申报主体的服

务指导。推行绿色化、标准化生产，结合绿色防控、有机肥替代等，大力推广绿色生产技术，集中打造一批生态良好、技术成

熟、按标组织生产的生产基地，产出优质农产品。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压实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促进农户、基地、企

业和市场有效对接，不断提高产业价值链。 

擦亮招牌，提升品牌影响力。强化监督管理，开展多层次的督查抽查，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者第一责任，对产地

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进行全程管控，突出审查把关、监测抽检、标志管理、质量追溯等，绿色、有机农产品率先开展质

量追溯管理试点。强化退出机制，动态管理绿色优质农产品，对不合格的产品及时淘汰出局，严肃查处假冒伪劣。加大宣传推

介力度，打造一批有实效的宣传推介平台。积极利用新媒体等形式把绿色优质农产品的理念、标准、生产更直观地宣传出去，

让社会更了解、更信任。创新推介渠道，在利用好农交会、绿博会、有机博览会等传统展会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举办产销

对接会，探索销售专营店或专区、“互联网+”等模式，让绿色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适应形势，推动工作改革创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切实转变工作思路，整体规划、区

域推进，建设一批高标准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采用市级检查、县级组织、乡镇建设的模式，集成推广覆盖品种、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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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使用、质量追溯等全链条的绿色生产技术和管理规范，打造环境优良、按标生产、全程管控、产品优质的绿色优质农产

品生产基地。 


